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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世界上最早的采购专著之一，与时俱进，更新已达第11版，是英国采购与供应学会的指定参考
教材，在国际采购业及学术教育界享有盛名。本书分为4部分，包括采购目标和采购的发展、关键采
购事项、应用、电子采购系统和合同管理。本书在保留上一版精华的基础上做了重大更新，增补了大
量更为翔实的新案例、学术内容和在许多关键领域的*佳实践，是不可多得的实用易学的图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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